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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一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则

徐为嘉庆进士，曾任黄河河道总督，后调任湖广总督，道光

十八年(1838年)，厉行禁烟，成效卓著。9月，他在奏疏中力

赞黄爵滋对吸食鸦片者治以死罪的主张，强调“法当从严”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

，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促使道光帝采取严禁鸦片措施

。1838年11月23日，林则徐奉召进京，道光帝授林则徐钦差

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1月8日，林则

徐南行赴粤，一路上他十分重视调查广东鸦片流毒情况，并

掌握了一批贩毒的具体材料。2月24日，林则徐自泰和县下令

广东布政使、按察使，逮捕了预先摸了底的主要烟犯60余人

。踞广州商馆近二十年的英商查顿，实为贩卖鸦片祸首，听

到林则徐到广东禁烟，就匆忙遁回英国。林则徐在上任途中

，就显示出禁烟的威力。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广州，立

即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 提督关天培

等当地主要官吏商议禁烟大事，查封所有烟馆，责令外国烟

贩缴出全部鸦片，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一经查

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毅然表示：“若鸦片

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

理。” 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把正常贸易和鸦片走私严格区

别开来，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政策，鼓励同

外国人正当贸易。在林则徐的严厉措施和人民群众的强大压



力下，迫使英国领事义律和外商烟贩缴出鸦片237万余斤，

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虎门销烟后，林

则徐估计到英国侵略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大力整顿海防

，积极备战，组织团练，招募渔民、户壮丁5000人编成水勇

，屡败英军的武装挑衅。他发布告示： 如英军闯入内河，人

人可持刀痛杀。还购买大炮，以加强防务。建议清廷仿制极

利之炮、极坚之船，为“制夷”“防夷”之用。 1840年1月，

授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因林则徐严密防守，使英军

在粤无法得逞。10月，因受投降派诬陷，被革职。次年，调

浙江协办海防。不久，他被发配新疆伊犁充军。1846年，他

重新被起用，先后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在

云贵时曾奏请道光皇帝准许招商集资，开发矿产。1849年，

因病辞归。1850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

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病卒于普宁县。有《云左

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林则徐集》、《林文忠

公政书》、《信及录》等著作传世。 叶剑英 叶剑英

（1897-1986），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

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

。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

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叶剑英参

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

孙中山出巡广西。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

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

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



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

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

，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

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

能。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

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

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

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

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

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

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

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

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

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

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

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

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

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

。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

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

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

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

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



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

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1935年1月

，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

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

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

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

。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

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

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

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

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

，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

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

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

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

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

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

，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

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

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

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

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



领导骨干。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

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

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1939年2

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

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

远影响。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

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

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

，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

《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

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

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

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1943年6

、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

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

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6、7月间，叶剑

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

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

，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

了广泛影响。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

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

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叶剑

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

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



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

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

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

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

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

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

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

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

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1948年5月

，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

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

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

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

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

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

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

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

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

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

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

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

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

职务。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

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

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

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

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

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

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

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

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

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

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

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

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

，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1956年6月，

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

为中央委员。 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

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

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

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

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

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

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

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

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

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

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

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

方面建树。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

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

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

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

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

”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

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

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

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

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

，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

片。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

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

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

，“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



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

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

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

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

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

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

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

，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1969年4月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

，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

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

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

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

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1970

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

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

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

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

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



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

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

副主席。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

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

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

、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

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

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

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

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

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

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

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

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

，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

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

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

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

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

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

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

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

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

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

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

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

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

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

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

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

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

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

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

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

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

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



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

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

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

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

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1982年9月，叶剑英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

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

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

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

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

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

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

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

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

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

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

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

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198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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